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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交初期的中新交流与
新西兰对华移民政策
———1972 年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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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国与新西兰自 1972 年 12 月 22 日建交，双边关系发展顺利。官方、民间的交流日益密切，

经贸往来势头良好。1972 年后，新西兰政府废除了以种族歧视为核心的“白新政策”。在多元化文化政策

背景下，移民政策开始面向亚太，华人移民数量随之上升，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华人移民在亚洲移民中

的比重逐渐增加，新西兰华人社会的结构日趋多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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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新建交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中新交

流

1972 年，中新建交后，新西兰总理马尔登

的首次访华开启了中新两国官方交往的先河，双

方签署了 《中新两国政府关于航运互惠问题的

换文》。访问进展顺利，双方本着求同存异的精

神来处理分歧。此后，中新两国交往在官方、民

间层面顺利推进，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两国人

民的友谊，像滔滔江水，源远流长［1］。
( 一) 中国与新西兰的建交及官方交往

建交后至 80 年代末，从官方层面看，两国

高层领导接触与互访较为频繁，中国领导人共访

问新西兰 8 次①，新西兰领导人也有 6 次访问中

国②。此外，两国政府代表团也多次互访并达成

相关成果③，1981 年 5 月，中国对外文委主任黄

镇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首访新西兰; 1981 年 9
月，新西 兰 内 政 部 长 海 特 率 团 访 华，双 方 就

1982 和 1983 年交流项目达成协议; 1983 年 3
月，中国文化部考察组访新; 1984 年 5 月，新

西兰内政部秘书长贝伯率新西兰文化考察团访

华; 1987 年 10 月，中国文化部外联局副局长于

问陶率中国政府文化代表团访新; 1988 年 8 月，

新西兰内政 ( 艺术 ) 部长巴特博士率团访华;

1989 年 3 月，中国文化部部长王蒙率政府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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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团访新①。
( 二) 中国与新西兰文化交流

建交前的中新交流主要以民间为主，由于有

一批致力于两国友好的外籍人士及友好协会组

织，使得两国人民之间有加强了解及互信的机

会，为建交后的交往打下了良好基础。
长期以来，在路易·艾黎先生和何明清女士

等人的精神鼓舞下，以新中友协会②为代表的一

大批新西兰友华组织和人士为促进中新人民友

好，推动各领域交流合作做出重要贡献。在路易

·艾黎的影响下，新中友协与甘肃省一直有着较

为密切的往来。新中协会通过文化和贸易的交往

促进了新中人民之间的友谊。培养新西兰华侨华

人学习中国历史、文化的兴趣; 支持国内的某些

援助项目; 促进新西兰人学习中文; 培养和发展

新中之间的所有姐妹城市关系; 帮助到新西兰的

新学生和新移民适应新西兰社会; 等等。2014
年 10 月，一部 57 年前拍摄的 《走进红色中国》
纪录片③，引起了两国人民的关注。

建交后，中新文化交流领域得到扩展和延

伸，成果也是颇多的。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新西

兰大使馆发布的信息: 1972 年到 1980 年两国之

间的文化交流形式多为表演艺术团体互访和相互

举办艺术展览。改革开放以来，中新文化交流与

合作领域不断拓宽，1981 年，新西兰内政艺术

部部长海特访华，双方就 1982 － 1983 年度文化

交流项目达成口头协议④。此后，新西兰伊丽莎

白二世艺术委员会主任、新西兰内政艺术部秘书

长访华，中国文化考察组访新，文化艺术交流项

目有所增加。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开始建立友好

省 ( 州) 和友好城市，至 80 年代末，已先后建

立 6 个友好城市，中新两国人民的友谊和感情也

逐渐加深。经各方的长期努力，中新交往的范围

也愈加广泛，有农业、文化、工程、环境、投

资、工艺等方面，从《广西通志》之 《外事志》
中可以得知，这些有益的交往，不仅促进了两国

的合作空间，还加深了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对

于中新两国的邦交历史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 三) 中国与新西兰的经贸往来

中新建交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中新关系

中，经济贸易发展与合作占据重要地位，且对两

国关系影响较大。20 世纪 70 年代中国与新西兰

建交初期，经贸发展速度相对缓慢，进入 80 年

代，双边贸易额增长速度明显快于 70 年代。
具体表现为: 一是建交后，两国双边贸易发

展很快，1950 年贸易额为 1 万美元，1980 年达

到 1. 87 亿美元，1988 年就达 3. 32 亿美元。到

1989 年，中国已经成为新西兰第四大贸易伙伴。
但那时新西兰向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是羊毛制

品，它占了新西兰向中国出口商品的 2 /3。二是

在此期间，两国签订了许多卓有成效的贸易协定

建立起来⑤。此外，新西兰是世界上第一个宣布

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并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待

遇的国家，这对中新经贸交流及中国企业在新投

资较为有利。20 世纪 80 年代末，两国间经济层

面的交流日益密切，一方面，此时的新西兰政府

需要大力推行面向亚洲的贸易政策，重视发展与

中国经贸关系，新西兰政府对华经贸政策，吸引

了很多华人的商业投资移民; 另一方面，中国积

极贯彻“市场多元化”战略，鼓励支持企业开

拓新西兰市场，进行投资贸易活动。经贸方面发

展的强劲势头，带动了其他方面的交流与合作，

华人赴新西兰进行商业投资、留学等愿望增强。
这些都将对新西兰政府对华移民政策的调整产生

积极影响。随着中新两国在不同领域交流与合作

的加强，两国间的文化、教育、科技交流的领域

不断拓展。

二、中新建交至 20 世纪 80 年代末新西兰移

民政策的演变及影响

从新西兰的历史发展来看，新西兰经济的黄

金时代应该是 1950 年至 1973 年的 20 多年，此

后便逐渐衰退。到 1980 年，新西兰从 “经济与

合作发展组织” (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 －
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CED) 的前 5 名下

滑到第 19 名［2］( P220)。新西兰政府意识到要抛弃以

种族为标准的移民政策，为新西兰的长远发展注

入活力，1987 年推出的新移民政策成为现行移

民政策的蓝本，从移民政策的调整来看，新西兰

政府对亚洲移民的态度正在由严格限制逐渐转变

为自由宽松。
( 一) 20 世纪 70 年代新西兰移民政策的调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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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资料来源: ( 世界各地 － 大洋洲 － 交流档案) http: / /
www. chinaculture. org /gb /cn _ world /2004 － 06 /28 /content _
49453. htm。

新中友好协会建立于 1952 年，目的为“清除无知的阻

碍，提供两国人民之间准确的消息，让双方可以互相理解”。协

会在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时的主要目标就是通过公众会议为新西

兰提供了解新中国的机会，以及让新西兰外交上承认新中国的

运动。
由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于 1957 年访华时拍摄。这部纪

录片是由西方国家最早拍摄的关于新中国的纪录片之一，客观

呈现了新中国面貌，打破了冷战背景下西方对中国的片面印象。
当时，访华团员到访北京、上海、广州、武汉等城市，同普通

中国百姓交谈，观摩武汉长江大桥建设，并参加了国庆庆典。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驻 新 西 兰 大 使 馆: http: / /

www. chinaembassy. org. nz。
包括: 1973 年，中新商标互惠协议和海运互惠的换文，

10 月，两国签署贸易协定，设立联合贸易委员会; 1978 年，新

西兰给我国出口商品普惠制待遇 ; 1984 年中新两国签订技术合

作协定; 1986 年，关于避免双重征税和防止偷漏税协定; 1987
年签订科技合作协定; 1988 年，两国签署中新促进和保护投资

协定，同年两国直接通航。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期，新西兰仍以接受传统

国家移民为优先考虑。70 年代中后期，传统移

民来源国的名单范围扩大，把那些有可能向新西

兰大规模移民的太平洋岛国也包括进去。1987
年制定新的《移民法案》，即颁布了 “非种族歧

视”的移民政策，新西兰政府正式废除了 “传

统移民来源国”优惠名单［3］，无种族色彩的移民

政策也最终形成。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新西兰的移民政策一

直比较严谨。其原因是新西兰政府一直保持较为

优厚的社会福利政策。虽然新西兰政府和澳大利

亚政府一样，自 1972 年以来分别废除了 “白澳

政策”和“白新政策”，开始对亚洲移民采取欢

迎态度。但事实上新西兰政府出于经济上及社会

福利上的原因，并没有大量引进亚洲移民来分享

其优厚的社会福利政策。当时，新西兰政府对其

公民实行较为优裕的社会福利制度，并不想与太

多的外国移民分享。所以，对于新移民的入境都

是采取严谨的态度。
1973 年，据中国驻新西兰大使馆的资料显

示，估计当时新西兰的华侨与华裔人口总共约为

12，000 人，较之 1966 年新西兰政府的统计数

据增加了 19%［4］( P426)。这一时期华人新移民并不

多，新西兰华侨华人人口的增加主要是当地华侨

人口的自然增加。“1974 年 3 月新西兰政府实行

更为严厉的新移民政策。虽然其主要目的和对象

是英国 人，但 是，今 后 华 侨 新 移 民 将 更 为 稀

见”［5］( P420)。因新西兰本身经济低迷，移民政策

一度变得严厉。1974 年工党执政时期，由于供

不应求，当 地 蔬 菜 价 格 昂 贵，当 时 华 人 社 团

( 主要是新西兰华侨农业总会) 就向当地政府建

议，引进蔬菜种植的专业人员，增加蔬菜种植产

量，可以解决新西兰当地蔬菜价格过高的问题，

而中国人是此方面的能手，自然是最合适的人

选。经过商议后，政府决定允许 50 名华人入境

从事蔬菜种植，同时规定: 要从事蔬菜种植行业

2 年以上方能得到居留权，等待此政策取得成绩

后再予以推广。这本来是一件十分有利于华人移

民的事情，如果顺利执行必能使两国人民同时受

惠其中。一方面，是因为第一批移民迁入后并没

有按照原来的规定从事相关专业，这引起当地政

府的不 满; 另 一 方 面，当 时 中 国 国 内 正 处 于

“文化大革命”时期，侨务工作情况混乱，这一

政策也就停止下来。
1975 年以后，新西兰当地人口增长率偏低，

而且人口出现外流现象。新西兰的华侨华人人口

也存在相同的问题，因为许多华裔青年普遍接受

过高等教育或拥有专业技能，部分人才为邻近国

家或其他英联邦国家所吸收，导致新西兰社会总

人口数量出现下滑趋势。因此，20 世纪 70 年代

后期至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新西兰政府的移

民政策略有宽松，少数中国香港及东南亚的华人

前往新西兰开辟贸易和商业之路，这一举动也使

得新西兰整体人口数量减少的趋势得以缓和。
( 二) 20 世纪 70 年代新西兰移民政策的调

整

20 世纪 80 年代以后，新西兰政府的移民政

策逐步面向亚太。这一时期亚太地区成为世界上

经济增长最快的地区，在全球许多地区经济低迷

的环境中形成一个亮点。“亚洲四小龙”的经济

腾飞，吸引了新西兰政府的目光。移民政策也随

之发生转向，大量吸收亚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以增加对亚太地区的贸易，吸引投资，提升多元

文化。
1982 年至 1983 年间，中国台湾地区 《华侨

经济年鉴》资料显示，新西兰的华侨人口已增

至近 2 万人，除了当地华侨的自然增长，此阶段

移民以 中 国 香 港、新 加 坡 及 东 南 亚 的 华 人 居

多［6］( P514)。1986 年新西兰实行新的移民法案即商

业移民政策 ( BIP) 。推出这一政策的原因是希

望通过商业移民的方式来吸引外国有关商业方面

的专业人才，借以发展新西兰本国经济。其政策

规定: “申请人只要提供 20 万新币的银行存款

证明，作为他们到新西兰定居的先期投入，并且

能够证明有足够的资金能力到新西兰当地开展自

己的商业计划。”［7］( P588)。当然这些证明都要通过

新西兰政府移民部门的仔细审查，确认无误后，

申请人方可办理移民手续。
商业移民在中国首先吸引了大量的中国港台

地区移民前往创业。由于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的

经济在亚洲乃至世界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为了吸引中国港台地区华人移民，新西兰政府曾

派经贸考察团前往中国，而且很快便在港、台地

区设立新西兰全国总商会的办事处，以提供关于

新西兰的贸易、投资、移民等方面的资料和信

息。例如，新西兰著名的惠灵顿东方咨询有限公

司，是一家专门为华人投资移民服务的公司，此

公司也先后在中国港台地区成立联络处。主要目

的是通过专业的工作人员对那些有意向移民去新

西兰的华人进行解答疑惑，并帮助他们前往考

察、选择住处、安排子女教育问题等。新西兰的

商业移民政策，从中国港台地区开始，而后延伸

到大陆地区。对华移民政策的调整，商业移民政

策的实施导致华人新移民逐年增加。大量的华人

新移民移居新西兰，多数从事贸易和工商业，带

动了新西兰社会的经济发展。
( 三) 新西兰移民政策的演变及对华人移民

的影响

“过去 25 年新西兰与亚洲关系不断拓展，

在亚洲直接投资平稳增长。对新西兰来讲，同亚

洲的贸易关系越来越重要”［8］。新西兰政府推行

多元化文化政策，有些学者说: “新西兰，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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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澳大利亚最接近的邻国里，他们奉行的是没有

多元文化主义的多元文化主义。”［7］( P83) 这也是吸

引亚洲移民的到来的原因之一。这一时期，新西

兰涌入大量外来移民，其中以亚洲移民增加速度

最快，华人移民的数量不断上升。
1972 年，据华侨团体计算，当时旅居新西

兰的 华 侨、华 裔 共 计 将 近 15，000 人。根 据

1976 年的新西兰政府人口统计，新西兰的华人

数量已经达到 14，236 人。其次，20 世纪 80 年

代中后期以来，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深入，

中国人的经济观及对于整个世界的看法开始转

变，大批华人开始走出国门，寻求更好的发展。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新西兰的华人人数逐渐

增加， 到 1981 年， 新 西 兰 的 华 人 人 口 增 加

到［10］( P506) ，480 人。1984 年间，华人人口达到了

一个很高的记录，达到 19，590 人 18。华人人

口在新西兰的变化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西兰华人人口变化情况表 ( 1971 －
1991 年)

年份 新西兰总人口 欧洲后裔 毛利人 华侨华人

1971 ——— ——— ——— 12，818

1981 ——— ——— ——— 18，480

1982 3，191，000 86% 9% 18，000

1986 3，307，837 86. 9% 9% 19，494

1987 3，319，600 86% 9% 19，500

1988 3，347，000 81. 1% 12. 5% 19，200

1991 3，427，790 73. 8% 12. 9% 37，689

资料来源: ①世界知识年鉴编委会: 《世界知识年

鉴》，世界知识年鉴出版社，1983 年，第 358 页; 1984，

第 382 页; 1988 年，第 669 页; 1989 － 1990 年，第 805
页。②杨汤城 ( 口述) 、丁身尊 ( 整理) : 《新西兰华侨

史》，2001 年。
1987 年，新西兰政府颁发的移民新法案，

被誉为划时代的移民政策，其核心是把新移民的

选择标准建立在申请人个人条件的基础上，而与

申请人的肤色、国籍或种族无关。任何愿意移民

新西兰的国外公民须申请定居权。该定居权可允

许在新西兰无限期地生活、工作和学习。如果临

时离开，必须持有标注有效的新西兰居民再次入

境签证的护照。定居申请被批准后，新西兰政府

将会发出类似的回程入境签证。新西兰把移民申

请分为亲属移民、技术移民、投资与商业移民、
澳大利亚公民移民及难民等类。每类移民都有不

同的界定标准和申请条件。移民政策调整几年

后，20 世纪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华人新移民

的增长速度开始加快。
从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起，许多华侨加入新

西兰国籍，成为外籍华人，华侨经济也变成华人

经济。大量新移民的加入，华人群体的实力不断

增强。中新建交以来至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新西

兰的华人传统经济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以

蔬菜果树种植业及批发零售、农场养殖为主的农

业和以餐馆、杂货、进出口贸易、运输、营建等

为主的商业，传统经济稳定发展。另外，新移民

的不断增长改变了当地华人社会的结构，提升了

华人社会的整体实力。华人开始涉足新兴经济领

域，华人制造业开始起步，例如，塑料加工、防

化、食品加工及其生活日用品制造业以及一定数

量的手工业等。另外，新移民给当地社会带来新

的活力，也带来大量资金和专业人才，其中投资

大且受人瞩目的要数房地产业和电脑行业。华人

在新西兰的经济地位和所占比重都得到不同程度

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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